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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秦岭后瑶峪花岗斑岩地球化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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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秦岭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多金属成矿域，发育众多晚中生代岩浆岩（约 158～108 Ma，Mao et al., 2010）。

该地区绝大多数 Mo、Pb-Zn 多金属矿床的形成与该地区中生代岩浆作用关系密切，其空间分布经常受区域

断裂和岩体侵位位置控制。揭示这些岩体的演化和成因对研究该地区钼成矿带和铅锌矿床成因至关重要。

本文以东秦岭后瑶峪花岗斑岩为例，通过对其锆石 U-Pb 年代学、主微量元素和同位素组成研究，反演其演

化过程和成因。 

后瑶峪花岗斑岩在手标本上呈块状构造、具典型的似斑状结构。本文对两个样品中典型岩浆锆石做了

SIMS U-Pb 同位素年代学分析，结果显示后瑶峪花岗斑岩的年龄为 131 Ma，为早白垩世岩浆作用的产物。

U-Pb 同位素年龄中出现较多 1791～2500 Ma 古老年龄，显示后瑶峪花岗斑岩可能来源于古老地壳。初始

Sr 同位素比值(87Sr/86Sr)i为 0.7077～0.7097，εNd(t=131 Ma)值为-9.13～-12.32，Nd 同位素二阶段模式年龄为

1.57～1.91 Ga，与锆石中存在的古老年龄较吻合，同样显示后瑶峪花岗斑岩具有古老地壳来源的属性，并

存在少量地幔物质的参与。富集 Pb、Ba、Th、U、K 等大离子亲石元素（LILE），亏损 Nb, Ta、P、Sr 等

元素，以及高的 Sr/Y 比值、La/Yb 比值，低的 Y、Yb 含量显示出具有与埃达克岩相似的地球化学特征，进

一步暗示后瑶峪花岗斑岩母岩浆可能来源于 Nb、Ta 严重亏损的地壳。在 P2O5 vs.SiO2图上，随着 SiO2含量

的增加，P2O5轻微减少，显示出 I 型花岗岩的特征。Zr vs.TiO2图上，后瑶峪花岗斑岩样品全部落在 I 型花

岗岩区域，同样显示出 I 型花岗岩的特征。主量元素结果显示后瑶峪花岗岩具有高硅（SiO2含量 68.28 wt%～

74.06 wt%）、较高碱（Na2O+K2O 含量 3.58 wt%～7.34 wt%）的特点，K2O-SiO2图上，显示出钾玄系列和

高钾碱性系列岩石特征，(La/Yb)N 值较大，可能暗示其母岩浆经历了长时间的演化过程。在稀土元素配分

图上，出现弱 Eu 负异常，显示后瑶峪花岗斑岩形成过程中未经历过斜长石的分离结晶作用。由于在区域上

未发现同时期的基性岩（比如：玄武岩、煌斑岩、辉绿岩、闪长岩等，Wang et al., 2011），暗示后瑶峪花

岗斑岩可能没有经历过岩浆的分异。La-La/Sm 图上，随着 La 含量的增加 La/Sm 值逐渐增加，暗示其可能

经历过源岩物质的部分熔融产生。根据前人研究结果，中生代时期秦岭地区发育许多拆离断层和变质核杂

岩，可以判断 131 Ma 时秦岭造山带处于由挤压向伸展转变的构造背景，并直接导致了华北克拉通底部的拆

沉和中生代时期大规模岩浆作用的产生。该时期的岩浆作用提供了大量的物质，直接导致了东秦岭地区 Mo、

Pb-Zn 等成矿作用的发生。 

综合上述研究结果，后瑶峪花岗斑岩是在东秦岭由挤压向伸展转换的构造背景下，经过古老下地壳部

分熔融，并有少量地幔物质参与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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